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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ech of the river in Taiwan, its ecology, landscape, history and humane characteristics are quite abundant, Waterfront

development may relax the issue of city space, and there is function of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b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ivers i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law of water conservancy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setting up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undertak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administration as the principle, the rivers are distinguished with the waterfront conduct when

being classified, as to the thing that the doing in the test amount that it is unable to be abundant with natural resources and humane

resources in the waterfront, in order to offer more better recreation place to compatriots, manage waterfront environment is it set out

assessment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to develop to need, supply with management unit develop water-accessible park potentiality to be

exploited assess basis of schem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develops the potentiality to be exploited of water-accessible park and

assesses factor and content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waterfront, review and assess the structure with expert's interview development

with model, combine the expert two times questionnaire, the first stage confirms assessing the factor with expert's questionnaire of

Delphi Method, and then wit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expert questionnaire come whole weight value to calculate factor,

set up waterfront develop water-accessible park potentiality to be exploited analyse the evaluation form, verify their practicability for

the case with Nan-Tou County Mau-Luo River , offer the relevant unit to con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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